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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簡鴻瑩 

實施年級 七 

班級數 19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63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蓋有意思、有構美例！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學生們曾在七上時參與過「構成」構面的美感計畫，透過 KIT 練習，對於擺整齊及合宜

的主從關係進而延伸到美感擺盤已有概念，並在 1061 的六堂美感課程後對「動手做、動腦

想、做中學」也有較深刻的體悟。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在七年級上學期對「構成」構面中的主從關係及畫面平衡已有概念，在本學期初也

已進行過攝影課程，對攝影及觀察力也有基本能力，因此，106-2 美感課程延續「構成」構

面融入「比例」元素，引導學生透過 KIT 練習，感受「比例」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鍵，

並透過參與社區踏查，循序地累積學生美感知能和對生活環境的關懷。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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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根據國內媒體調查，「台灣街頭十醜」中人孔蓋因為圖樣設計單調加上容易打滑、造成意

外而排名第七，但鄰近國家日本的路面觀察家卻認為：「透過欣賞人孔蓋，同時也在欣賞這座

城市。」其實只要用心設計，人孔蓋也可以化身為街頭藝術品，宣傳在地美學與文化特色。 

美感素養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的事物產生「啊！有~美！」的感受，透過本次

美感課程，進行社區公共設施—孔蓋踏查，藉由孔蓋中圖文配置歸納出「構成」及「比例」

的構面，並能嘗試轉化應用於個人「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藉以提升學生對公共領域的美感

覺知及嘗試具個人特色的美感創作。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對於「秩序」的重要與「構成」--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已能有合宜的掌握。 

學生將會： 

1. 能持續運用「構成」中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 

2. 能學習「比例」安排在生活中的應用。 

3. 能以「構成」為主、「比例」為輔的構面，嘗試挑戰美感提案。 

4. 能運用公共設施實例，進行版面「構成」及「比例」的美感判斷。 

5. 能培養對公共領域的美感觸角。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成中主從關係的運用。 

2. 構成中畫面平衡的運用。 

3. 構成與比例的合宜搭配。 

1. 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

的操作？ 

2. 構成及比例的構面如何在圓形版面中得到合

宜的運用？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兩個以上的物件擺在一起，就會

有構成的問題。 

2. 利用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能組合

出有美感的版面。 

3. 比例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

鍵。 

1. 能透過小實驗實際感受比例的美感變化。 

2. 能實際進行社區孔蓋的踏查與拓集，並能嘗

試分析其中的構面運用。 

3. 能運用適當的構成及比例關係，進行富有變

化且具美感的提案。 

4. 能提升對公共領域的美感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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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八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堂數 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Show & Tell 提問簡列 

一 比例小實驗 

1. 我們如何感受到「比例」的存在？ 

從比例小實驗—明度階沙瓶進行美感的比較，探討  

「比例」雖不易被察覺卻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鍵。 

2. 身為社會公民，如何對居住環境進行關懷？ 

從美感有感的歸類--人際關係、生活環境及社會關懷中

「生活環境」出發，引導學生思考對居住環境進行關懷

的方法。 

3. 認識台灣各類孔蓋構面內容及進行台日孔蓋構面的比

較。 

4. 「構成」及「比例」如何在公共設備中被合宜運用？ 

從市容常見的各式孔蓋內容探討「構成」及「比例」的

存在。 

二 初識孔蓋 

三 
認識孔蓋構面組合

及路上觀察技巧 

1. 何謂路上觀察學？進行路上觀察時須注意那些技巧及準

備工作？孔蓋中的圖文主要有哪些比例應用？ 

2. 藉由社區踏查及小組討論來覺察公共設施--孔蓋中 「構

成」及「比例」的存在及版面的應用，並能嘗試將組合內

容依異同加以分類。 

3. 實際進行社區公共設施踏查、拓集、小組討論等活動，覺

察生活中如人/手孔蓋…等圖文配置中「構成」及「比例」

的存在，並能嘗試在第五節課程中轉化應用，逐步提升學

生對公共領域的美感覺知。 

四 
蓋有意思． 

社區踏查 

五 

類人孔蓋藏書

票設計提案 

1/5 1. 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的操作？ 

2. 將比例原則運用至版面圖文配置。 

3. 進行「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個人提案檢核，確認是否符

合提案 3 限制(詳見：課程主題及進度、內容—第 5 節) 。 

4. 構圖後進行轉印及刻章 1。 

5. 進行刻章 1~3 節及同時間進行拓印 1~2 節。 

六 2/5 

七 3/5 

八 4/5 

九 5/5 
進行作品賞析，觀摩彼此具美感特色的創作，並對公共領域

的美感觸角有更深入的學習。 

2.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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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期望學生持續理解「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的重要，並學習到「比例」安排的

應用，以發展出具個人特色的圓形版面美感提案：「蓋有意思、有構美例！」— 類人孔蓋藏

書票設計。 

五、參考書籍：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出  版  年 

美感練習誌 2 曾成德/張基義/劉惠媛 國立交通大學 2017/12 

美感練習誌 1 曾成德/張基義/劉惠媛 國立交通大學 2016/12 

路上藝術人孔蓋鑑賞

解析手冊（復刻版） 
垣下嘉德 MOOK 2015/02 

路上觀察學入門 赤瀨川原平/藤森照信 行人 2014/04 

如何培養美感 漢寶德 聯經出版社 2010/04 

六、教學資源： 

自製簡報及學習單、教學資料、實物投影機、平板、手繪比例小實驗說明、30ml 塑膠

瓶、100ml 及 1000ml 塑膠瓶、木炭、精鹽、圓缽、漏斗、拓印紙張、相機、橡膠版及版畫

用具、印墨、印紙……等。 

以下為第二節--初識孔蓋，學生分組討論時使用平板的參考資料連結。 

 

七、教學進度表： 

節次/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及進度、內容 

1(第 9 週) 4/09-4/13 

比例小實驗—明度階沙瓶。 

與學生討論生活中常見的富含「比例」的實例，再利用自製的

黑、深灰、中灰、淺灰及鹽巴原色白色共 5 種色鹽，每人自製

1 瓶 30ml 的明度階沙瓶，實際感受比例在視覺的具體變化，進

行「比例」小實驗的美感初探。 

2(第 10 週) 4/16-4/20 

初識孔蓋 

各組(大聯盟分組法分組)以平板進行小組任務型討論，透過老師

設定的孔蓋相關提問及 QR Code 連結，以小組方式搶答、回覆

孔蓋小知識，老師最後再進行統整及補充。 

2-1 常見 
人手孔蓋類型 

2-3 孔蓋上 

紋路的意義 

 

台灣路上十醜 2-5 嘆為觀止的 
日本下水道 

2-2 千錘百鍊 

的人孔蓋 
2-7 日本 
水溝蓋上的 
美麗圖騰 

2-8 各國孔蓋 

圖集 
2-9 各國孔蓋 
圖集 PIN 

2-4 低頭見藝術 
--人孔蓋 

2-6 處處暗藏

細節 
巧思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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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1 週) 4/23-4/27 

認識孔蓋構面組合及路上觀察技巧 

各小組進行孔蓋構面組合及比例應用探討、老師介紹路上觀察

學和路上觀察技巧，最後討論下週微型校外教學--路上觀察行前

準備工作及任務分配。 

4(第 12 週) 4/30-5/04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孔蓋路上觀察 

1. 帶領學生進行社區踏查，觀察、觸摸人/手孔蓋的圖形細

節，並以攝影器材及動手拓集孔蓋局部元素，記錄孔蓋的圖

文內容。 

2. 透過蒐集路上觀察資料、小組討論，彙整孔蓋圖文資訊做為

圓形類孔蓋藏書票版面設計的參考。 

5(第 13 週) 5/07-5/11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1/5  

1. 孔蓋路上觀察回顧與檢討。 

2. 說明藏書票的特色及版畫工具的使用。 

3. 引導學生將前四週的探討結果、觀察資料及將美感構面融入

提案，進行設計。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3 限制： 

1) 設計範圍：直徑 12 公分的圓形橡膠版。 

2) 版面內容：需包含圖文紋案及拉丁文 Ex-libris。 

3) 美感條件：融入合宜的「構成」及「比例」的構面組合。 

6(第 14 週) 5/14-5/18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2/5  

1. 先進行設計圖及檢核是否符合提案 3 限制。 

2. 再進行轉印及刻章 1。 

7(第 15 週) 5/21-5/25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3/5  

進行刻章 2 及拓印 1。 

8(第 16 週) 5/28-6/01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4/5  

進行刻章 3 及拓印 2。 

9(第 17 週) 

10(第 18 週) 

6/04-6/06 

6/14-6/15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5/5  

完成提案並進行提案賞析與觀摩，以實物投影機展示作品，同

時也驗證合宜的「構成」及「比例」構面組合能產出具美感特

色的構面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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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調整前 調整實施後 

初審審查意見修訂方向參考 1： 

以矩形、圓形孔蓋切入，運用拓印、印章設計是很生動的構成探討過程。孔蓋上有市徽、單位徽

章、文字、紋案等等幾種配置元素，是探討圖文構成的好例子，可集中於教學目標所提到的比例

安排、主題凸顯、異中求同（讓不同機關的孔蓋彼此有共通性）等議題來增加相關的學習活動比

例，而「如何融入在地特色」的任務可先避開（或教師提供元素選項） 

一、課程活動簡介： 

日本路面觀察家：「透過欣賞人孔蓋，同時

也在欣賞這座城市。」石牌國中周邊為住商混

合，多以商業、製造業與服務業為主，里內巷

弄有、商家、攤販與餐飲業聚集地點，更有交

易熱絡的傳統市場及照顧大家健康的醫院、診

所，此外，石牌國小、榮光公園、石牌公園及

北投運動中心…等亦是居民假日最佳的休憩場

所，加上鄰近捷運石牌站，使本區更顯便捷。 

美感素養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的

事物產生「啊！有~美！」的感受，本校既然擁

有這些地利優勢，希望能透過美感課程的設

計，以本校為核心，引導學生將美感元素融入

在地文化，讓人孔蓋卡片玩家：「只要看到人孔

蓋，就能瞭解那座城市的歷史。」的概念，轉

化為發展石牌地區文化及特色，並能提升學生

對公共領域美感覺知的課程。 

一、課程活動簡介： 

根據國內媒體調查，「台灣街頭十醜」中

人孔蓋因為圖樣設計單調加上容易打滑、造

成意外而排名第七，但鄰近國家日本的路面

觀察家卻認為：「透過欣賞人孔蓋，同時也在

欣賞這座城市。」其實只要用心設計，人孔

蓋也可以化身為街頭藝術品，宣傳在地美學

與文化特色。 

美感素養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生活

中的事物產生「啊！有~美！」的感受，透過

本次美感課程，進行社區公共設施—孔蓋踏

查，藉由孔蓋中圖文配置歸納出「構成」及

「比例」的構面，並能嘗試轉化應用於個人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藉以提升學生對

公共領域的美感覺知及嘗試具個人特色的

美感創作。 

初審審查意見修訂方向參考 2： 

進入生活地區實地觀察採樣是非常好的方式，若進行過圓形方形構成實例的探討（第三堂），

建議下堂課踏查記錄孔蓋時，可設計較活潑的進行方式，例如用墨汁拓碑的方式，學生可便可

以局部選取孔蓋上的元素，一邊進行拓印就能一邊思考排版。 

第三節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 

實際進行社區公共硬體設備踏

查。 

 

第四節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 

實際進行社區公共設施踏查、拓集、小組討論等活動，覺察

生活中如人孔蓋…等圖文配置中「構成」及「比例」的存

在，並能嘗試轉化應用，提升學生對公共領域的美感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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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八節課課程調整版本 

原始版 修正版 

一 比例小科學 比例小實驗 

二 美感構面解析練習 初識孔蓋 

三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 認識孔蓋構面組合及路上觀察技巧 

四 圓形與方形的練習題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 

五 小組提案 1/4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1/5 

六 小組提案 2/4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2/5 

七 小組提案 3/4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3/5 

八 小組提案 4/4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4/5 

九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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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比例小實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分組操作流程： 

1. 與學生討論生活中常見的比例實例。 

2. 學生以科學家的角色自製明度階色鹽。 

※色鹽製作流程：研磨木炭＞討論木炭與鹽巴的混

和比例，每人嘗試調出黑、深灰、中灰、淺灰各 1

色，加上鹽巴原色白色共有 5種明度階色鹽備用。 

3. 以藝術家的角色，依個人喜好的比例原則，自製 

 1 瓶 30ml 的明度階沙瓶，實際感受比例的視覺具體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我們如何感受到「比例」的存在？如何的比例搭配會產生視覺美感？ 

1. 利用調製色鹽的步驟，讓各組討論木炭粉與精鹽如何的混和比例才能調出 4 種明度階。 

2. 利用將色鹽倒入塑膠瓶的順序及多寡，產生不同比例變化的明度階沙瓶，了解到生活中

「比例」雖不易被察覺，卻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鍵，藉由視覺化的比例實驗，能確

實感受「比例」的具體存在，並能將「比例」構面延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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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孔蓋構面探討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大聯盟分組法分組)以平板進行小組任務，透過老師設定的孔蓋相關提問及 QR Code 連

結進討論，以小組方式搶答(海螺計分法)，回覆孔蓋小知識學習單。 

2. 在討論過程中，老師引導學生探討人孔蓋、手孔蓋……等圓形或方形公共設施中所具備—市

徽、單位名、文字及紋案四類的圖文構成，解析孔蓋所具備的「構成」及「比例」的構面成

分及組合方式(多半以圖為主，文字僅佔局部) 。 

3. 老師最後進行孔蓋知識的統整與補充(補充路上觀察記錄—孔蓋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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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我們如何對居住環境進行實際的關懷？「構成」及「比例」如何在孔蓋中做合

宜的運用? 

1. 第二~四節課主要從「生活環境」出發，帶領學生實際進行市容常見的各式孔蓋踏查，以真實

經驗引導學生覺察生活周邊的美感，思考對居住環境如何表達關懷。 

2. 分組探究台灣各類孔蓋內容、異同及其多元性，並介紹鄰近國家--日本有特色的孔蓋藝術，藉

由多元孔蓋中的市徽、單位名、文字及紋案四類的圖文主從配置及畫面比例分配，歸納出「構

成」及「比例」在公共設備中的運用，最後嘗試在第五至八節課轉化為個人「類人孔蓋藏書票

設計」的美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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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認識孔蓋構面組合及路上觀察技巧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大聯盟分組法分組)先進行孔蓋構面組合探討(以台灣孔蓋為例)，分析常見的孔蓋

內容、比例及美感應用，再進行台、日孔蓋構面比較，最後以小組方式搶答(海螺計分

法) ，並進行孔蓋概念統整。 

※孔蓋常見的內容及畫面比例分配： 

(1) 台灣孔蓋內容多以幾何圖形、植物、地區特色、地標景色…為主。 

(2) 日本孔蓋內容則十分多元，如植物、名特產、幾何圖形、動畫角色、民俗技藝…等。 

(3) 以日本豐富的孔蓋設計為例，大致可歸類為：1 分法(完整圓)、2 分法、3 分法及 4 分

法…等四種比例應用。 

2. 老師介紹路上觀察學、路上觀察技巧。 

3. 各組討論下週社區踏查時各組行前準備及任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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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我們如何進行路上觀察？進行時需注意那些技巧及準備工作？ 

台北路上觀察學會：『路上觀察需要的是「眼見為憑」的實踐力、箇中趣味就留待個

人去細細品味。』設計社區踏查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走出校園、走入實際生活領域，以

親身體驗喚醒「感覺」的重要，從生活周邊的細微處開始關心、關注。 

※路上觀察技巧(參酌自「路上觀察學入門」一書)。 

(1) 準備工作/設定調查路線。 

(老師事先進行上、下午不同時間 5 次路勘，設計一節課能進行的孔蓋觀察路線，

及設計「路上觀察」微型校外教學通知單) 。 

(2) 正式調查。(第四節路上觀察)。 

(3) 事後作業。(第四節討論及第五節回顧與檢討)。 

 

※各組 3 種任務角色： 

(1) 攝影組 2 位—記錄同組同學觀察的過程及 

路上有特色的觀察，並於踏查後 1 週內 

上傳 5~10 張各組照片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2) 拓印組 1~2 位—協助拓印 4 種不同單位 

孔蓋 Logo+內部圖樣。 

(3) 紀錄組 1 位—蒐集踏查書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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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蓋有意思．社區踏查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視各班踏查進度會略有調整) 

1. 5’  川堂集合+安全及觀察事項提醒(全班分 7 組集體行動)。 

2. 25’ 沿校門外右兩側人行道進行路面人/手孔蓋觀察、記錄及拓集。 

3. 10’ 回川堂進行小組討論及整理紀錄表。 

4. 5’  川堂集合+學生提問時間、教師總結+合照、解散。 

5. 雨天備案：留在原班教室等候老師宣布；若雨勢過大，則留在原班教室上課，本節活動

順延一週。 

C 課程關鍵思考：我們社區的公共設施都具有美感特質嗎？你準備好進行路上觀察了嗎？ 

「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尋找新大陸，而是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法國作家普魯斯

特，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能力，一旦讓學生認為從生活周邊的細微開始關心、

關注，便開啟他們從被動到主動願意關心的旅程，因為熱情+好奇+行動便是走向路上觀察之路，

學生也更能自發地觀察路面上孔蓋的存在、內容、觸感及版面的應用，甚至是行人的日常……，

並思考怎麼樣能讓生活的點滴能更具美感。 

這節課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當一個人在觀察孔蓋時，或許會被視為舉止奇怪，但當一群

人很認真地去研究孔蓋時，就有機會成為一門路上觀察學！我們不僅在觀察，也正被觀察！對國

七的學生而言，調適自己的處事心態及學習團隊合作，也是一門重要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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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1/5 

A 課程實施照片： 

   

   

二分法構圖 三分法構圖 完整構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進行孔蓋路上觀察回顧與檢討(約 8’)。 

2. 介紹藏書票的特色及版畫工具的使用。 

3. 引導學生將前四節構面探討歷程融入提案，展開「類人孔蓋藏書票」圓形構圖設計。 

※「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3 限制： 

1) 設計範圍：直徑 12 公分的圓形橡膠版。 

2) 版面內容：需包含圖文紋案及拉丁文 Ex-libris。 

3) 美感條件：融入合宜的「構成」及「比例」的構面組合。 

C 課程關鍵思考：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畫面平衡與比例應用的操作？ 

1. 嘗試將圖文紋案及 Ex-libris 依主從關係、畫面平衡及比例構面融入提案。 

2. 鼓勵學生多嘗試合於美感且不同比例的版面配置構圖。 

3. 提醒學生檢核「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是否符合提案 3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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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2/5~3/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以實物投影機示範草稿轉印於橡膠版的方法。 

2. 老師再示範雕刻刀的使用方法，並讓學生進行試刻(推刀)練習。 

3. 學生執行本週轉印與刻版任務。 

4. (第六節)草稿轉印成功後，隨即進行刻版 1。 

5. (第七節)進行刻版 2。 

C 課程關鍵思考：(續第五節課)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畫面平衡與比例應用的操作？ 

此 2 節課為實作，轉印前最後檢核圓形版面中圖文的主從關係、畫面平衡與比例應用是否合

宜，必要時進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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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9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類人孔蓋藏書票設計」提案 4/5~5/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將部分作品以實物投影機共同檢討本階段創作需再加強及修正的部分。 

2. 老師示範拓印流程及提醒注意事項。 

3. 學生執行本週刻版 2 與拓印 1~2 的任務(依學生完成的速度執行個人不同進度)。 

4. (第八節)介紹同時間進行拓印 1~2 節進行刻版 3 節。 

5. (第九節)逐一完成提案，預計以實物投影機進行作品賞析與觀摩，分享創作歷程點滴。 

C 課程關鍵思考：(續第 5 節課)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畫面平衡與比例應用的操作？ 

此 2 節課為實作，並學習驗證圖文紋案及 Ex-libris 合宜的「構成」及「比例」構面組合，能產 

出具美感特色的構面創作。 

---九節課程結束 



 19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教學觀察一：學生經歷過 106-1「食在美力」美感課程後，在本學期 106-2 的美感體驗過

程中，從許多小細節都能感受到美感在學生行為上的微妙變化…..。例如，在進行比例小實

驗及孔蓋藏書票創作期間，絕大多數組別在工具收納時都會排列整齊；在孔蓋路上觀察時，

學生也會自動撿拾垃圾；有些更加自我要求的學生，在刻藏書票時，對於刻畫的線條更是

要求有秩序的美感….，由此可知，美感的影響力是細膩而細水長流的。 

(二) 教學觀察二：本學期期初，筆者依課程需求進行了攝影課，帶領學生在校園中進行攝影練

習，學生不僅擁有攝影的基本能力(社區踏查課程需要的能力)，更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七

上一開學的校園紋路採集)走出教室上課，本次 106-2「蓋有意思，有構美例！」是以關懷

生活環境出發的美感課程，因認識人/手孔蓋的課程需求，初嘗獨自帶領班級學生進行校

外微型校外教學—孔蓋路上觀察；從事前的行政作業、告知導師及家長到最後執行踏查任

務，除了謝天(除了一天有微微飄雨) ，更要感謝行政同仁、各班導師、家長及學生的支持，

才能平安、順利地完成 563 人次的超級任務，而學生對生活美感的感受力及在教室外學

習的適應力又更進一步。 

(三) 教學反思一：本學期，筆者在期初即嘗試不同以往的兩種教學方法，在美感課期間也加以

應用。一，是向新北市中和國中孫菊君老師學習將學思達分組法融入視覺藝術教學，將學

生異質分組，對本次美感課程中團隊合作上也有許多正向的回饋，例如，在第四節路上觀

察時，學生為了完成各組的美感任務，均事先進行任務分配及行前準備，再發揮自己的特

長，全力以赴! !二，在第二節初識孔蓋中，有別於教師主導，筆者在各組配置一台平版，

部分資訊則以QR-code的型式(教師需事先在網路海選合適的內容網站)方便學生查詢用；

過程中，學生歷經交流意見、蒐集資料、討論觀點、消化訊息、產出重點、相互學習等歷

程，來完成任務學習單，因而產生實質的教學成效！兩種教學方法均有助於完成美感任務

及團隊合作能力的學習。 

(四) 教學反思二：這次課程中，需要克服的問題有三。一，是踏查時因為四線道的石牌路一段

是石牌地區重要道路，車流量十分龐大，雖然人行道算寬敞，但我們觀察到，許多孔蓋都

裝置十分接近車道，學生踏查、拓集集拍照紀錄時仍需特別注意行動安全；二，踏查前，

筆者雖已在不同時間上、下午進行過 5 次的探勘，踏查路線也只設定在校外右半邊最遠至

鄰近學校石牌國小，但各小組踏查速度仍有不同，考量到小組任務是觀察 4 種不同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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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需要觀察、測量及拓集紋案，因此，第一天實施後有縮短觀察路線；三，原來設定 8

公分直徑的橡膠版，因 19 個班級中有學生未曾有刻過版畫的經驗，在安全及為在圓形版

面中進行合宜的配置考量下，因而將橡膠版加大至直徑 12 公分，方便學生構圖及刻版，

但卻因此拉長了任務時間，加上本學期週次較少，以致仍有學生無法如期在規定節數內順

利完成，未來若要再實施本課程，可考慮橡膠版只加大至直徑 10 公分即可。 

(五) 教學反思三：106-2 美感課程，有了美感構面課程設計工作坊 KIT「比例」的實作經驗，

筆者也初次嘗試設計「比例」--明度階沙瓶的學習工具讓學生動手實做，將原本印象中的

彩色沙瓶轉換為黑、灰、白明度階色鹽，使學生在操作過程中，能專注在黑、灰、白明度

階色鹽的美感運用，對於比例視覺化的感受更加強烈，也能產生「比較合宜」的審美敏感

度，體認到「比例」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鍵之一。另外，路上觀察微型校外教學和類

孔蓋藏書票創作的設計，則是依循「美感無處不在，缺少美感判斷能力，並非真的身處環

境缺乏美，而是一種置身事外的無感所造成的 。」(美感練習誌 2)的精神來設計，讓學生

透過實際觀察、拓集對環境有感，並能產生「構成」及「比例」的構面思考，使生活、美

感、創作三者產生自然而然的連結，也能加深學生對環境的美感覺察，這或許正是…，一

旦我們願意透過對生活環境的覺知，體驗並享受觀察的歷程，才能看到更多的美感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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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回饋與成果 

學生回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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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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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 1 

第一節  比例小實驗—明度階沙瓶(個人任務) 

 

第五~九節  類孔蓋藏書票 (個人任務) 

   

1 分法構圖 4 分法構圖 



 24 

學生學習成果 2 

第二節  孔蓋小知識--小組任務 

 

第三節  孔蓋構面組合探討--小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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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小組任務 

 

第四節  蓋有意思．社區踏查—孔蓋拓集 1/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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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有意思．社區踏查」意外成為學生國文作文—「我的國中鮮體驗」的筆下主角!! 



 27 



 28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